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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知信行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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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芜湖市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的知信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有效的伦理知识宣

传和行为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在芜湖市某医学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医学科研人员中进行随机抽样，通过问

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芜湖市医学科研人员知识、态度、行为的得分率分别为 ８９．３８％、７０．８９％和

７６．００％。与高校的科研人员相比，医院工作的科研人员的伦理态度更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２０６，Ｐ＜０．

０５）；与工作年限短的医学科研人员相比，工作年限长的科研人员的伦理行为更规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１．８６４，Ｐ＜０．０５）。结论　芜湖地区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思的知信行水平总体较好，但仍存在部分知识盲区，亟

须进行全面性和规范化的培训学习，以提高其对待伦理问题的识别率，从而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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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是关于道德的一种科学，而道德准则是人
们进行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１］。纵观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医学与伦理道德是相辅相成

的。每一次医学的重大发展和进步会对伦理道德

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伦理道德的高标准又推

动着医学以更和谐的方式发展［２］。近年来，现代

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同样也衍生出一系列的

医学伦理问题。现有研究从教师与学生的视角，探

究了教师的教学伦理公众观［３］，调查了学生的伦

理教育［４６］和伦理道德自信度现状［７］以及对实验

动物伦理的知晓情况［８１１］。医学科研人员队伍作

为推动医学发展和进步的主力军，其伦理意识对社

会道德准则和医学规范建设具有重要指示作用。

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其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伦理

问题开展研究。为了解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的

知识、态度和行为（知信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

研究以芜湖市医学科研人员为对象进行了调查。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法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对芜湖市某

医学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中的３２７名医学科研人员
进行调查。纳入标准：１）医学院或研究所教师、医
院的医生、药师和护士；２）在校或工作期间有科研
经历 ；３）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实习期
的、进修中的和非在职的医护人员。参照现有研究

的样本量估算方法［１２］，本研究纳入 ３２７名医学科
研人员进行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３０１例，有
效回收率为９２．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通过查阅文献和咨询专家，自
行设计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的知信行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和知信行２部分。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学历、工作年限等。

２）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知信行调查问卷。
①知识维度。包括１３个条目，设置“正确和错误”
２个选项，答对为１分，答错为０分，总分０～１３分，
得分越高表明伦理意识知识水平越高。②态度维
度。包括９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法，从“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１～５分，得分越
高表明被调查者伦理认知信念水平越高。③行为

维度。包括８个条目，设置“从不这样、一般不这
样、偶尔这样、经常这样、总是这样”５个选项，依次
赋值１～５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采取正确的
伦理行为的可能性越高。问卷设计中由３名医学
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监督和修改，确定调查问卷终

稿。抽取７０名医学科研人员进行预调查，调查问
卷的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２１，其中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分别为０．７１９、０．６７３和０．９０１。
１．２．２　调查方法　请专业相关老师对项目组成员
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的集中培训，然后由项目组成

员前往医院和进行问卷收集，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

问卷调查的目的、意义、填写要求与注意事项。研

究项目组严格把关数据质量，剔除规律性作答、答

题时间过长或过短以及极端数据的无效问卷，同时

安排双人对问卷数据进行校对，确保其正确无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文通过ＥＸＣＥＬ完成数据的录入、审核等整

理工作，应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完成数据的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
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２６．７５±４．３６）岁，具

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ｎ＝３０１）
项目 ｎ 百分比／％
性别

　　男 ２０２ ６７．１１
　　女 ９９ ３２．８９
学历

　　本科及以上 ２４６ ８１．７３
　　本科以下 ５５ １８．２７
工作年限／年
　　０～ ２２４ ７４．４２
　　５～ ７７ ２５．５８
工作地点

　　医院 ２５９ ８６．０５
　　学校 ４２ １３．９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８０ ５９．８０
　　已婚 １１６ ３８．５４
　　离异 ５ １．６６
伦理培训

　　是 ２４８ ８２．３９
　　否 ５３ １７．６１

·６０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６月第４４卷第３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Ｊｕｎｅ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４，Ｎｏ．３

２．２　医学科研人员知信行得分情况
２．２．１　伦理意识知信行各维度得分情况　医学科
研人员伦理意识知信行各维度的得分情况结果见

表２。其中，得分率＝平均得分／满分×１００％。

表２　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知信行
各维度得分情况

维度 得分 得分率／％
知识 １１．６２±１．３３０ ８９．３８
态度 ３１．９０±５．０４９ ７０．８９
行为 ３０．４０±５．２９０ ７６．００

２．２．２　伦理知识的了解情况　医学科研人员在知
识问卷中大体上得分较高，仅有论文中涉及的伦理

问题是否需要主动阐明的问题的得分率低于５０％
（４５．５１％）。见表３。

表３　医学科研人员对伦理知识的掌握情况（ｎ＝３０１）

　　项目 得分率／％
医学从业人员的医德基本原则 ９８．３４
医学伦理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共同点范围 ９８．００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 ９７．６８
患者的个人隐私需要保密 ９７．６７
科学治疗的有效性准则的范围 ９６．６８
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９５．６８
医德义务与政法义务的区别 ９３．６９
预防性优生人群的覆盖范围 ９０．３７
医德荣誉涵盖的范围 ９０．０３
属于文明礼貌行医的表现 ８７．０４
造成医学从业人员医德表现不平衡性的原因 ８７．０４
安乐死体现了患者选择死亡的权利 ７５．４２
主动阐明论文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４５．５１

２．２．３　对待伦理意识的态度　调查人群对伦理意
识的认可率总体上还有待提高。其中，态度部分得

分率最低的前 ３项分别为“认为伦理意识对医学
科研工作者不重要”（５４．６８％）“在工作中允许不
按照相关伦理规定执行”（５４．８８％）和“只有上级
的规定才能促使我学习伦理知识”（５７．６１％）。见

表４。
２．２．４　伦理行为的执行情况　被调查人群对伦理
的行为总体上较好，得分率均高于７０％。其中，行为
执行力度最差的前３项分别为“愿意主动与亲友同
事交流医学伦理资讯”（７１．３０％）“在论文发表过
程中经常遭到伦理审查”（７２．４２％）和“在工作中，
您会主动学习伦理知识”（７３．０２％）。见表５。

表４　医学科研人员对伦理意识的态度（ｎ＝３０１）

　　项目 得分率／％
医学科研工作者应该时刻自学伦理知识 ８３．３２
医学教育是提高医学科研人员意识的重要途径 ８２．８６
伦理意识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医学事故 ８２．３３
医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伦理的规范和支持 ８１．９９
医学伦理意识应该纳入综合考核标准 ８１．６６
伦理知识和规范在工作中经常用不到 ５８．６７
只有上级的规定才能促使我学习伦理知识 ５７．６１
在工作中允许不按照相关伦理规定执行 ５４．８８
认为伦理意识对医学科研工作者不重要 ５４．６８

表５　医学科研人员的伦理行为情况（ｎ＝３０１）

　　项目 得分率／％
伦理知识对于考核的重要性会增强自己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８１．４０
在教学和工作中会始终坚持严格遵守伦理规范 ７９．９３
接触伦理相关的新闻报道，您会主动审视自己的行为 ７７．７４
伦理规范作为科研团队建设的首要规定 ７７．２１
在工作中，您会主动学习伦理知识 ７４．９５
您会主动关注生活中有关伦理的资讯 ７３．０２
在论文发表过程中经常遭到伦理审查 ７２．４２
愿意主动与亲友同事交流医学伦理资讯 ７１．３０

２．３　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的单因素分析
与高校的科研人员相比，医院工作的科研人员

的伦理态度更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２０６，
Ｐ＜０．０２４）；与工作年限短的医学科研人员相比，工
作年限长的科研人员的伦理行为更规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ｔ＝１．８６４，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医学科研人员伦理意识单因素分析（分，珋ｘ±ｓ）

组别
知识 态度 行为

得分 ｔ Ｐ 得分 ｔ Ｐ 得分 ｔ Ｐ
本科及以上

本科以下

１１．８０±０．８７
１１．５８±１．４２

１．４８０ ０．０７０
３２．３８±５．２２
３１．７９±５．０２

０．７６３ ０．２２４
３１．０２±５．９６
３０．２６±５．１３

０．８７３ ０．１９３

工作五年以上

工作五年及以下

１１．６２±１．２９
１１．６１±１．４５

０．０７８ ０．５３１
３１．９３±５．１０
３１．８８±５．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４７２
３１．４０±５．５８
３０．０５±５．１５

１．８６４ ０．０３２

医院

学校

１１．７３±１．１７
１１．６０±１．３５

０．６８２ ０．７５１
３２．１０±５．１５
３０．６４±４．１８

２．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３０．４２±５．００
３０．３９±５．３４

０．０４１ ０．５１６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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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医学科研人员的伦理知识有待提高
总体上，知识的正确回答率较高，但仍有部分

知识的正确回答率偏低。其中，“主动阐明论文中

涉及的伦理问题”（４５．５１％）问题的正确回答率较
低，表明被调查人群关于科研成果涉及的伦理问题

的重要性的了解和认知情况均较差，重视伦理规范

的意识淡薄。学历会影响护理人员知识的掌握情

况，且高学历人员的情况更佳［１３］。可能是学历越

高，知识体系更完善，学习主动性更强，并且能及时

地更新知识［１４］。

与林加西［１５］关于期刊伦理规范审查的研究结

果一致，目前国内医学科技期刊的伦理审查与引导

作者做好伦理申明的工作有待加强。欧美国家的

基因工程项目强制要求必须划拨一部分研究经费

用于基因相关的伦理法律研究。为解决基因项目

相应的社会、法学和伦理学问题，加拿大的医疗研

究管理部门强制规定基因科学项目中必须包含

“伦理和法律”内容［１６］。为解决异种移植可能导致

的社会伦理、法律纠纷和公共安全等问题，美国设

立专职委员会，颁布问题解决指南，并建立了严格

的审查制度；法国设立了专职的研究会，同时出台

了细致的法律草案［１７］。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用于解决医学研究、医疗技术应用和医学服

务等方面伦理问题的法律法规，建立专职的“医学

伦理审查法”和区域性的伦理监督管理部门以及

强制规定在基因科学研究项目中必须包含伦理和

法律的内容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国家立法部

门、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以及伦理协会应该建立健全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

机制，并构建统一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体系，引导医

学科研人员构建并强化医学伦理知识体系和操作

规范，敦促并监督医学类期刊依法依规加强医学伦

理审查；同时学校和医院应该创新考核和教育模

式［１８］，提高科研工作者对掌握伦理知识的积极性

和规范度。

３．２　医学科研人员对伦理意识的态度总体上有待
加强

大多数科研人员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是正确

的，认识到伦理意识在教学（学习）、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但是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对伦理问题不重视。

其中，缺乏正确态度的前三项依次为“伦理意识对

医学科研工作者并不重要”（５４．６８％）“医学科研
人员在工作中允许不按照相关伦理规定执行”

（５４．８８％）“只有上级的规定才能促使我学习伦理
知识”（５７．６１％）。相比医学高校的科研人员，医
院的科研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国家发展科学事业

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规定［１９］，课题更加切合日常实

践工作，科研成果直接接受临床的检验［２０］，接触涉

及伦理问题的临床案例更频繁，参加伦理培训的机

会更多，更早接触新理念和新知识，处理新问题态

度更积极。由此可见，医学机构缺乏伦理相关的规

章制度，同时科研人员主动学习并遵守伦理规范的

态度不积极。因此，医学院所和医院需要建立健全

有关伦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多维度奖惩机制，进而

引导和加强医学科研人员正确对待伦理问题的态

度，同时以多维度的考核机制激发科研人员自觉学

习和遵守伦理规范的积极性。

３．３　医学科研人员具有比较规范的伦理行为
总体上，调查对象的行为得分为（３０．４０±

５２９）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姚彦蓉等［２１］研究

一致，工龄越长的医学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科

研培训和外出学习的机会越多，知识体系更扎实，

处理问题的经验更丰富，进而更乐于执行规范的伦

理行为。

目前医学期刊伦理审查机制有待加强，同时伦

理规范作用的缺位，导致科研人员接触伦理规范的

必要性和使用伦理规章的概率大幅降低。因此，管

理部分应该建议包含伦理规范的考核制度，激发科

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出台相关的惩罚制

度，减少和杜绝违规的伦理行为。

医学承载着人类的健康，而基础科学研究为医

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保障。医学在发挥着

保障人类健康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若干的伦理问

题，可见医学科研和医学伦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２２］，而社会工作实践和人文教育能加强伦理道

德规范［２３］，从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２４］。因

此，伦理意识应该成为医学科研人员在工作实践中

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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